
最新红楼梦读书心得感悟高中 红楼梦的
读书感悟心得(实用5篇)

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，写一篇心得感悟，记录下来，
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。那么你知道心得感悟
如何写吗？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心得感悟范文，供
大家参考借鉴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。

红楼梦读书心得感悟高中篇一

黛玉葬花可谓是《红楼梦》的一大经典，只葬花这一件小事
就将她的的形象展现的淋漓尽致。

黛玉的一生是个悲剧，而他与宝玉两小无猜的情感也注定是
一个悲剧，有许多人不喜黛玉多疑的性格，可竟不知她有她
的苦衷。黛玉小小年纪，父母先后离开人世，过着寄人篱下
的孤单生活，这就使本就多愁善感的黛玉，变得更加敏感多
疑，从而铸就了她孤傲清高的性格。也正因他的个性并非贾
母所喜欢的，注定黛玉无人可以依赖，于是她怀着一颗纯真
的心和对世俗的怨愤离开了人世间，实现了她“至本洁来还
洁去，强于污淖陷渠沟”的誓言。

“可叹停机德，堪怜咏絮才。玉带林中挂，金簪雪里埋。”
这是红楼梦中对林黛玉和薛宝钗的判词。薛宝钗作为一个封
建社会女子的典范，深受贾府上下人等的喜爱。正如脂砚斋
评价说：“在任职务不清不输，不远不近，可恶之人未见冷
淡之态，形诸声色;可喜之人亦未见醴密之情，形诸声色。”

正是这样一个端庄得体，落落大方特点，使贾母王夫人对他
青睐有加，而薛宝钗“事不关己不开口，一问摇头三不知”
的态度，完全是遵循封建主义的明哲保身的哲学。宝钗头脑
里浸透着封建主义思想，她是一个忠实信奉封建道德和封建
理教的淑女，但即使这样，她也是一个悲剧角色。嫁给宝玉



后，明知宝玉心心念念想着他的林妹妹，却还要苦心经营这
段夫妻关系，年纪轻轻就要接受宝玉出家，自己支撑家业的
惨痛事实。不得不说，这样一个贤妻良母的形象，当真叫人
可悲可叹!

“晋太元中，武陵人捕鱼为业……”昔有陶翁，才情旷世。
一曲《桃源》成了多少人至死仍心心念念的美好。而今起更
有大观园“名园住何处，仙境别红尘”。真个天上少有，地
上无双。

大观园，是一个梦，一个极尽人间财富堆切堆砌出来的美梦，
是神仙在人世的宅邸，是文人墨客心之所向。这里生活的女
孩儿，哪个不是集天地之灵气，吸日月之精华的存在，她们
结识社，赏菊花，猜灯谜，评戏文，吟诗作对……真真如神
仙般的日子。然而愈美好愈不真实，愈不真实，愈易一朝毁
之。

终于，桃源逝去，美梦破碎。

“满纸荒.唐言，一把辛酸泪。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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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楼梦读书心得感悟高中篇二

中国的四大名著中，我一直对《红楼梦》情有独钟。《红楼
梦》带着忧伤、凄凉的气氛，有一种"剪不断，理还乱"的情
结，每次翻开，都有不同的体味。

关于残书。《红楼梦》最吸引人之处在于其"残"，给人们留
下了遐想的空间。前80回，作者将故事铺陈展开得让人叹为
观止，但人物的命运结局却留下了问号。每个人心中都有自



己对结局的想象，我们也可以从前书的批语中，找到蛛丝马
迹。我一直没有放弃这样一种信念，也许某一天，在世界的
某处，我们最终会找到全本的《红楼梦》原著，最终了解作
者的意图。但是，全本书也许让我们失望，反而是现在的残
本，成全了读者们的无限想象。

关于诗词。《红楼梦》中有许多诗词，这些诗词最大的特点
是，作者根据书中不同的人物的性格而写出不同风格的诗词。
从红楼十二曲，到大观园题诗，菊花社对诗，到芦雪庵争联
即景诗，作者都是从人物的性格出发，撰写出不同的诗篇，
避免了千篇一律的平淡。并且，诗歌的内容，包罗万象，既
有即景抒情的，又有托物言志的，每首诗词，读来都别具品
味。

关于细节。《红楼梦》的细节写得特别真实而传神。特别是
对于绸缎布料的描写，体现了作者的'生活背景。无论是对雀
金裘等衣物的描写，还是对软烟罗等纱织材料的描述，作者
都事无巨细地描绘了材料的构造、颜色、工艺等。这些作品
中的细致描写，离不开生活的基础。作者的家庭背景是清代
的江南织造，负责向皇室提供各式绸缎布料，因此，作者有
着丰富的生活体验，写作起来就更加得心应手了。

红楼梦读书心得感悟高中篇三

黛玉性格里独有的叛逆和孤僻，以及对世俗的不屑一顾，令
她处处显得特立独行，卓尔不群。花前痴读西厢，毫无避讳;
不喜巧言令色，言随心至;崇尚真情真意，淡泊名利……种种
这般，都使得她象一朵幽然独放的荷花，始终执著着自己的
那份清纯，质本洁来还洁去，一如碧玉般盈澈。用一个普通
人的眼光看她，最欣赏的`还是黛玉的诗情画意，灵秀慧黠。
黛玉每每与姐妹们饮酒赏花吟诗作对，总是才气逼人，艺压
群芳。无论是少年听雨歌楼上的诗情，清寒入骨我欲仙的画
意;还是草木黄落雁南归的凄凉，花气温柔能解语的幽情;无
不体现出她娟雅脱俗的诗人气质。最叹息的是黛玉的多愁善



感，红颜薄命。黛玉的身世，注定了她的孤独无依，而她的
性格，又注定了她的寥落忧伤。纵使大观园里人来人往好不
热闹，可是这里没有她可以依靠的亲人，没有她可以倾诉的
知己，只有风流多情的宝玉让她芳心暗许，却又总是患得患
失。于是她无奈着"天尽头，何处有香丘"，悲哀着"三月香巢
已垒成，梁间燕子套无情"，伤感着"花谢花飞飞满天，红消
香断有谁怜"，终落得"一缕香魂随风散，三更不曾入梦来"的
凄凉结局。

红楼梦读书心得感悟高中篇四

中国的四大名著中，有一部叫作《红楼梦》，在寒假的一个
星期里，我阅读了这部名著。

这部名著的作者是曹雪芹，据我了解，曹雪芹是中国文学史
上最伟大、最深奥、最复杂的文学系作家。

我从这部名著中的人物性格和待人举止中，感觉出人物角色
也有好与坏。比如，故事中有这么一对主仆，让我特别有印
象。

平儿，她是王熙凤的陪嫁丫头，贾琏的通房大丫头。虽然她
的身份只是个丫头，但她却是一个极聪明、极清俊、极忠诚
的女孩儿。她是凤姐的心腹，要帮着凤姐料理事务，她为人
很好，心地善良，常背着凤姐做些好事，对凤姐忠心耿耿，
只要一听见别人说她主子凤姐的一句难听话，她便要为此分
辩个几句，为凤姐说好话;凤姐有时候打骂她，她也不憎恨，
她会自己安慰自己，而不去责怪凤姐，这些让我十分喜欢她。

而凤姐，她是平儿的主子，是金陵十二钗之一，贾琏之妻，
王夫人的内侄女，但我不太喜欢她。她有着一双丹凤三角眼，
两弯柳叶眉，身材苗条，体格风骚。她的待人品行与平儿截
然相反，虽然她做事精明强干，深得贾母和王夫人的信任，
在太太们面前十分礼貌，背地里却偷鸡摸狗;在姐妹们当中，



她是最要强的一个，只要一张口，就连20个人的嘴也抵不过，
口才与威势是她谄上欺下的武器;她也很残忍、阴毒，尤二姐
和她腹中的胎儿也是被她用最狠毒的方法害死的;她极度贪婪，
抄家时，从她屋子里就抄出许多钱财，她的所作所为，加速
了贾家的败落，最后落得个“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算了卿卿
性命”的下场。

阅读完这部名著后，我也观看了《红楼梦》的老版电视剧，
发现了两者之间还是有一些区别的：在电视剧里，很少有旁
白，让读者没有了想像的空间;在电视剧中许多故事细节也都
与书本上的不同，让没有阅读过名著的人会信以为真，而让
阅读过的人产生了疑惑。

最后，我建议大家：书籍还是亲自阅读的好，它不仅能让我
们增加无限的词汇量，还能让我们有着更大的想像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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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楼梦读书心得感悟高中篇五

她是我国四大名著《红楼梦》中的一个人物。 她幼年丧母，
体弱多病，寄人篱下，经常暗自垂泪，身上总有一股忧愁。

也许，故事中的宝钗更加迷人，但是，我就是喜欢她。喜欢
她的多愁善感，喜欢她的坎坷人生，喜欢她的眼泪......她
是谁?“天上掉下个林妹妹”——林黛玉。

宝钗虽有风情万种，却比不上黛玉一丝忧愁。

我喜欢黛玉的才气。在诗社开办的时候，一首“咏海棠”彻
底征服了我。在其他人挥笔写作的时候，黛玉心不在焉的到
处玩儿，最后黛玉速写了一首。那诗巧妙的将白海棠比喻成：



“偷来梨蕊三分白，借得梅花一缕魂”，为诗增添了一丝忧
愁。可 “潇湘妃子”没能敌过“蘅芜君”，但是，我相信，
这不过是黛玉随意应付的一首诗，假如她好好写，一定不比
宝钗差。所以，我喜欢黛玉。

我喜欢她的忧愁。她的忧愁似乎是一种独特的气质，这气质，
也成了黛玉的标志。黛玉葬花、焚诗，或者说，黛玉做的每
一件事上，都带着她独特的忧愁。宝钗虽然漂亮，才貌双全，
但她没有多独特的一点。所以，我喜欢黛玉。

可是，黛玉还是含悲而终，这段美好的姻缘也破碎了。贾府
也由盛到衰，什么“金玉良缘”，在黛玉眼中，一切都那么
遥不可及。似乎一切，都是因为那块“通灵宝玉”。

在宝玉眼中，黛玉是好妹妹;在宝钗眼中，黛玉是普通人;在
我眼中，黛玉的一切，都已化作一缕忧愁的轻烟，飞走了。


